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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!要!白蜡窄吉丁.4*#,)&/,+$#/%$$#&/69HO69H0是近年来发生和影响比较严重的国际性检疫害虫!主要危害白蜡
属"L*+>#$)&=AAP#树木& 它以幼虫在树木的韧皮部’形成层和木质部浅层蛀食!从而切断树木的营养输导组织!导
致树木衰弱死亡& 为了深入了解该害虫!探索合理的治理策略!本文对国内外有关白蜡窄吉丁的生物学特性!包
括生活习性’生活史’分布与危害’寄主范围等方面以及防治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总结!并讨论了白蜡窄吉
丁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趋势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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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白蜡窄吉丁.4*#,)&/,+$#/%$$#&/69HO69H0!又名
花曲柳窄吉丁’梣小吉丁!属鞘翅目"K?B0?A>0H6#吉
丁 甲 科 " Q5AH0=>9C60#! 异 名 .6 3+*;(/(,#
.M01M0H20H! 危 害 木 犀 科 " .B06E060# 白 蜡 属
"L*+>#$)&#树木"于诚铭!$&&"#& "# 世纪 )# 年代
曾在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严重发生& 近年来!在
天津’北京’辽宁’吉林等地危害又趋于加重!已成
为我国重要的检疫性蛀干害虫之一"赵汗青等!
"##)#!被国家林业局列入/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
名单0"刘海军等!"##(+赵同海等!"##(M#&

白蜡窄吉丁是东北亚地区的本土害虫!虽然
文献记载日本’朝鲜’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分

布!但在除我国之外的其它东北亚国家很少发现
其危害" 6̂6ER %2+,6!"##"#!所以一直没有引起重
视& "##" 年在美国密歇根州’加拿大安大略省等
地 发 现 该 虫 的 危 害 " 6̂6ER %2+,6! "##"+
Q6H61E;9R?I%2+,6!"##Y#!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
"赵同海等!"##(M#& "##’ 年美国境内该虫已扩
散至89E;9261州的 $’ 个县和.;9?州的 ( 个县’以
及<1C9616州和 ‘6=;912>?1 dK& "##’ 年俄罗斯莫
斯科发现白蜡窄吉丁的危害!这是欧洲首次发现
该害虫"_5B919E; %2+,6!"##Y#& 到 "##& 年 ’ 月!
该虫已经扩散到美国的另外 & 个州和加拿大的魁
北克"_?I6E=%2+,6!"#$##& 目前!美国的 $% 个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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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伊利诺斯’印第安纳’衣阿华’肯塔基’马里兰’密
歇根’明尼苏达’密苏里’纽约’俄亥俄等#和加拿
大的 " 个省"安大略省’魁北克省#均发现了白蜡
窄吉丁的分布"d561 %2+,6!"#$##&

为了对白蜡窄吉丁及其防治技术进行深入研
究!本文系统总结了白蜡窄吉丁的生物学’分布危
害’防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!并探讨了有关白
蜡窄吉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趋势&

9:白蜡窄吉丁的生物学特性
"# 世纪 )# 年代我国学者最早在黑龙江省哈

尔滨市开展了白蜡窄吉丁生物学特性的研究& 研
究结果于 $&)% 年以东北林业大学内部资料发表
"于诚铭!$&&"+‘09%2+,6!"##%#& $&)’ 年!沈阳
园林科学研究所调查了白蜡窄吉丁在沈阳地区对
美国白蜡"L6+3%*#;+$+#的危害情况!描述了该虫
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习性!分析了影响该害虫危
害的环境因子!并采用化学药剂对成虫进行了防
治试验"刘义果!$&))#& 这些是白蜡窄吉丁最初
的研究!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白蜡窄吉丁的形态特
征’生活史和生活习性等&

9K9:生活习性
白蜡窄吉丁成虫羽化后通常在蛹室内蛰居 (

]$’ C!然后在树干上咬一(d)型羽化孔钻出!咬
羽化孔时的碎木屑被成虫吞食!以补充能量!虫粪
随即排泄于身后!在羽化完成后的蛹室内可观察
到塞满的虫粪"刘义果!$&))+于诚铭!$&&"+‘612
%2+,6!"#$##& 成虫出孔后开始沿树干爬行至树
冠!并取食树叶!补充营养"刘义果!$&))#& 成虫
有明显的喜光和喜温习性!以晴朗无风天气比较
活跃!常绕树冠飞向阳面温暖处"于诚铭!$&&"+金
若忠等!"##(#& 夜间’阴雨天或大风天气则栖止
于叶柄及树皮裂缝等处!隐伏不动& 若遇惊扰!则
假死坠地& 成虫取食树叶补充营养时!将叶片边
缘咬成锯齿状缺刻!每头成虫 $ C可食叶片面积约
为 #[%( EO" "于诚铭!$&&"+‘612%2+,6!"#$##&
成虫飞翔能力较强"刘义果!$&))#&

成虫羽化 ( ]* C 后开始交尾!以 $#$##%$($
## 为盛!一生可交配 $ ]% 次"-15B0N9EJ%2+,6!
"##Y+‘612%2+,6!"#$##& 交尾时很少有飞动现
象& 成虫交尾后 * ]& C 开始产卵"侯陶谦!$&Y)+
于诚铭!$&&"#& 卵多产于阳光充足的干基树皮缝

隙中!因此在一天中成虫产卵的位置往往随阳光
照射的方向而有变动& 卵一般为单产’散产!也有
数粒产于一块的"‘612%2+,6!"#$##& 环境温度
不同时!成虫的寿命有差异!一般雌性成虫的寿命
比雄性长"于诚铭!$&&"#&

卵期 " ]’ 周"-15B0N9EJ%2+,6!"##Y#& 初孵
幼虫最初取食卵所在位置的树皮!不久即咬一小
孔蛀入韧皮部!随着虫龄增加递次在边材危害&
坑道多集中于干基至 $[Y O高度范围内& 寄主树
木受害初期!虫口密度不大时!对树木的生长与发
育影响较小+但连续 " ]’ 年被害!虫口密度增多!
由于输导组织被破坏!使树木枯萎!甚至死亡"刘
义果!$&))+‘612%2+,6!"#$##&

白蜡窄吉丁的危害主要是幼虫期!且幼虫期
最长"王小艺!"##(#& 幼虫取食危害的特点是不
断地用排出的虫粪和咬碎的微细木屑将所蛀食过
的坑道填满!而不将虫粪推出蛀道外!所以形成一
种阻塞式的坑道"刘义果!$&))+‘09%2+,6!"##%#&

9K;:生活史
白蜡窄吉丁以幼虫或预蛹在树皮下越冬!但

在不同纬度地区其幼虫的越冬虫态’发育历期和
年发生代数不同 "赵同海等! "##(M#& 于诚铭
"$&&"#在其研究报告中详细记载了白蜡窄吉丁在
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生活史$白蜡窄吉丁在该市 "
年 $ 代!以不同龄期的幼虫在韧皮部与木质部之
间或边材中形成的坑道内越冬& 幼虫经 " 次越冬
后!于第 ’ 年 % 月上中旬开始活动!% 月下旬开始
化蛹!( 月中旬为化蛹盛期!) 月中旬为末期& 成
虫于 ( 月中旬开始羽化!) 月下旬为羽化盛期& 卵
出现于 ) 月中旬至 * 月中旬& 幼虫于 ) 月下旬开
始孵化!随后即陆续蛀入皮下韧皮部与边材之间
危害& $# 月中旬气温下降后!开始在坑道内越冬&

$&)’%$&)( 年!刘义果调查了白蜡窄吉丁在
辽宁省沈阳市的生活史"刘义果!$&))#& 白蜡窄
吉丁在该市 $ 年 $ 代!以不同龄期的幼虫在韧皮
部与木质部之间或边材的坑道中越冬!翌年 % 月
上旬幼虫开始蛀食危害!% 月下旬开始化蛹!蛹期
在 % 月下旬%) 月中旬!成虫期为 ( 月中旬%* 月
上旬& ) 月中旬新孵化的幼虫开始在韧皮部与木
质部表层!并在越冬前大部分蛀入到木质部浅层
危害! 直到 $# 月中旬开始越冬& 赵同海等
""##(6#在辽宁省本溪市调查发现!白蜡窄吉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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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溪市 $ 年内有 " 次成虫羽化出孔高峰!第 $ 次在
) 月中下旬!数量多且较为集中!为越冬前已发育
成熟的那一部分幼虫+第 " 次从 * 月下旬开始至 &
月下旬!这一代羽化的成虫数量少!但持续时间较
长!直到 & 月底仍有个别新羽化出孔的成虫&

天津市 $&Y" 年首次在西青区发现了白蜡窄
吉丁!主要危害天津市的市树绒毛白蜡 "L6
<%,)2#$+#"刘海清等!$&&)#& 白蜡窄吉丁在该市 $
年 $ 代!以预蛹在木质部浅层所蛀的蛹室中越冬!
末龄"% 龄#幼虫从 * 月下旬开始陆续蛀入木质
部!至 $$ 月上旬基本全部蛀入蛹室进入越冬状
态& 翌年 % 月上旬开始出现蛹!持续到 ( 月中旬&
成虫期为 % 月下旬%) 月下旬& 成虫羽化后交配
产卵!) 月上旬孵化的幼虫蛀入韧皮部危害& 直到
$$ 月上旬!全部老熟幼虫蛀入木质部做一蛹室成
预蛹状态越冬"刘海清等!$&&)+王小艺!"##(+刘
桂军和刘恩山!"##%#&

9K@:分布与危害
白蜡窄吉丁自然分布于东北亚国家"中国’日

本’朝鲜和蒙古#及俄罗斯远东地区!在我国主要
分布于黑龙江’吉林’辽宁’山东’内蒙古"于诚铭!
$&&"#’河北’天津和台湾等地"495 %2+,6!"##’+王
小艺!"##(#&

白蜡窄吉丁以幼虫在寄主树木的韧皮部’形
成层和木质部浅层蛀食危害"王小艺!"##(#!在树
皮下形成(之)字型坑道!从而切断了树木的营养
输导组织!在虫口密度较低的情况下!有虫道的地
方树皮枯死!而在虫口密度高的情况下!树皮下布
满了坑道!造成整株树死亡"赵同海等!"##(6#&
因其隐蔽性强!防治极为困难"王小艺!"##(#&

"# 世纪 )# 年代!白蜡窄吉丁在黑龙江哈尔滨
市和辽宁沈阳市猖獗发生!造成东北林业大学实
验林场内的水曲柳"L63+$0&")*#;+#’沈阳市大量
的白蜡行道树死亡"赵同海和高瑞桐!"##%#& 之
后又在天津发现该虫的危害& 到 $&&$ 年已经扩
散到天津 $" 个县区!受害白蜡树达 * 万余株!感
虫苗木达 ’Y 万株以上"高宇!"##&#& $&&Y 年!白
蜡窄吉丁在天津市官港森林公园白蜡树纯林危害
成灾!造成大面积的绒毛白蜡死亡"赵同海和高瑞
桐!"##%#& 近年来!北京市局部地区也有不少白
蜡树遭受白蜡窄吉丁危害!已经造成部分白蜡树
死亡&

9KA:寄主范围
/中国森林昆虫0"第二版#记载!白蜡窄吉丁

的寄主为美国白蜡’花曲柳"LP*"5$;"(/"5,,+#和
水曲柳!其中北美栽培品种美国白蜡受害最为严
重"于诚铭!$&&"#& "# 世纪初!我国各地从北美
引进了美国白蜡’洋白蜡 "L6/%$$&5,<+$#;+ I6HP
&)9#$2%4%**#3+#和绒毛白蜡等北美白蜡树种!并进
行了广泛的推广栽培"潘志刚和游应天!$&&%#!从
而大大增加了白蜡窄吉丁的寄主范围& 近年来!
通过调查!发现白蜡窄吉丁的寄主植物包括水曲
柳’花曲柳’中国白蜡和美国栽培品种绒毛白蜡’
洋白蜡’美国白蜡以及美国黑梣 "L6$#4*+#等
"-15B0N9EJ%2+,6!"##Y+武辉等!"##Y+ X5H0=N6H61
61C X?B61C!"##&#& 此外!8EK5BB?52; 等""##%6#
研究了白蜡窄吉丁在几种林木上的产卵趋势及初
孵幼虫的取食情况!在非选择性条件下!雌虫会在
美国 榆 "B,3)&+3%*#;+$+ #! 黑 核 桃 "’)4,+$&
$#4*+#!粗皮山核桃"!+*4+ (<+2%#和美洲朴"!%,2#&
(;;#0%$2+,#&#等替代树种上产卵& 但是白蜡窄吉丁
是否能在美国榆等寄主上完成发育尚需进一步确
认&

;:防治技术研究
白蜡窄吉丁卵’幼虫和蛹期均生活在树皮下!

而且虫粪不外排!具有高度的隐蔽性!很难检测和
发现!特别是在危害的早期"王小艺!"##(#& 该害
虫的猖獗发生!已成为部分地区林业发展和城市
园林绿化的严重障碍!找到一条经济安全有效的
方法来控制其危害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&

;K9:物理防治
吉丁甲科昆虫对可视性刺激物比较敏感!因

此人们根据该特性对此类害虫进行了诱捕试验
"赵同海和高瑞桐!"##%#& 86H=;6BB等""#$##在
研究中发现在虫口密度低的地区!紫色光片对白
蜡窄吉丁成虫有较强的吸引作用!这种吸引比绿
色光片和环割等造成的诱导作用要强!但要将其
应用到生产实践中!还有很多工作要做& 在引诱
剂方面!LH61>等 ""#$##使用麦卢卡油 "O615R6
?9B#和"U#3’3乙烯醇""U#3’3;0k016B#诱捕白蜡窄
吉丁!并分析二者对雌性和雄性成虫的引诱作用!
结果表明以"U#3’3乙烯醇作为诱剂的浅绿色诱捕
器诱捕成虫是一种有效的方法!尤其是诱捕雄虫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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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K;:化学防治
人们长期以来都是采用化学农药来防治林业

和农业害虫!虽然它有不足之处!但操作方便’费
用低’适用对象广泛’见效快!在一些暴发性害虫
的防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"江定心等!"##"#&

对于白蜡窄吉丁的化学防治!国内最早的是
刘义果"$&))#采用几种化学药剂喷洒’封杀成虫!
毒杀卵及初孵化幼虫!毒杀已蛀入树干的幼虫试
验表明使用 "#Z乐果乳剂 "## 倍液封杀成虫!在
成虫羽化期每隔 $ 周喷洒 $ 次!能起到较好的效
果!对卵和幼虫毒杀效果较差& 8EK5BB?52; 等
""##%M#研究表明!树干注射百治磷"M9CH91#对成
虫有很高的毒杀活性!施药后对成虫的致死率可
达 &#Z 以上& bJ?R?5 等 " "##Y # 做了硼酸盐
"M?H6>0#和吡虫啉"9O9C6EB?AH9C#对该虫防治效果
比较!试验表明吡虫啉对成虫羽化和存活率有较
大的影响!而硼酸盐的效果不是很明显& 8?>63
:61E;0J等""##&#把$%K3吡虫啉注入树干!测定化
学药剂在树木中的积累作用!表明树叶中积累的$%

K3吡虫啉最多!同时表明$%K3吡虫啉是通过木质部
向上传导输送的& 以上研究表明!使用化学药剂
防治白蜡窄吉丁最好的时期为成虫羽化前期到产
卵盛期!这样就需要严格控制防治时期!而且化学
防治工作量比较大!给操作带来了困难& 另外!白
蜡窄吉丁主要在幼虫期危害!成虫羽化前树木已
经遭受损失& 因此!化学防治方法适用于精细管
护区树木!如公园’行道树’庭院风景绿化树等!但
对于较大面积的森林!特别是水曲柳等高大树干
类的林木!化学药剂对防治白蜡窄吉丁不是一条
理想的措施&

;K@:生物防治
生物防治是对天牛类和吉丁虫类等钻蛀性害

虫比较有效的防治方法!对实现害虫的可持续治
理将起到重要的作用"周秋菊和潘贤丽!"##%#&
近年来!国内外在利用寄生性天敌昆虫和微生物
等生物防治的方法防治白蜡窄吉丁的方面进行了
许多研究!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&
;K@K9:天敌昆虫防治!到目前!共发现了 ") 种
天敌昆虫"表 $#寄生或者捕食白蜡窄吉丁!其中
$’ 种为寄生性天敌 "495 %2+,6!"##’+杨忠岐!
"##%+王小艺和杨忠岐!"##(+491C0BB%2+,6!"##Y#&
在这些天敌中!白蜡吉丁柄腹茧蜂 I/+2"#)&+4*#,#

,612"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地区# ",612%2+,6!
"##(#和白蜡吉丁啮小蜂 @%2*+&2#;")&/,+$#/%$$#&#
,612"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# ",612%2+,6!
"##)#为我国自然控制该害虫最主要的优势天敌!
前者为白蜡窄吉丁幼虫的群集外寄生蜂!后者为
白蜡窄吉丁幼虫的群集内寄生蜂"杨忠岐!"##%#&
目前!对它们的生物学特性和寄生习性已经做了
较深入的研究!并在室内进行了天敌的繁殖技术
研究"王小艺!"##(+,612%2+,6!"#$##& 而且这 "
种天敌已经引入美国进行林间释放作用"89E;60B
%2+,6!"#$##& 另外!在天津地区发现的肿腿蜂新
种%%%白蜡吉丁肿腿蜂 I;,%*(0%*3)&/)/+*#+%,612
%2,6?!为多寄主型寄生性天敌!具备优良寄生蜂
的特性!适合大规模人工繁殖和利用 "武辉等!
"##Y+王小艺和杨忠岐!"#$##&

86H=;等""##&#描述了北美一种新的寄生性
天敌%%%吉丁刻柄茧蜂.2+$5;(,)&;+//+%*2#86H=;&
K6AA60H>和 8EK5BB?52; ""##&#调查了该茧蜂在北
美的发生状况和季节丰富度!认为该天敌可对白
蜡窄吉丁进行助增式的生物防治& 但是林间该寄
生蜂的寄生率比较低!不到 $Z"495 %2+,6!"##’#!
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对其原产地的优势天敌进行
研究!把白蜡窄吉丁原产地的优势天敌引入北美
进行生物防治试验& 89E;60B等""#$##把我国优
势寄生性天敌白蜡吉丁柄腹茧蜂和白蜡吉丁啮小
蜂引入美国一些受害地区研究!在室内和室外进
行了 " 种天敌的短期寄生率和多重寄生作用检
测!试验表明在这两方面检测中白蜡吉丁柄腹茧
蜂的寄生率均远高于白蜡吉丁啮小蜂&

另外!对白蜡窄吉丁卵期的寄生性天敌也进
行了研究& U;612等""##(#描述了白蜡窄吉丁的
一种卵寄生蜂%%%白蜡吉丁跳小蜂 8(9#)&+4*#,#
U;612%2̂ 5612& 495 等""##*#调查了在我国东北
林区的白蜡窄吉丁的 " 种天敌%%%白蜡吉丁跳小
蜂和白蜡吉丁啮小蜂的寄生率!在长春市的自然
寄生率均达到 (#Z以上!是防治白蜡窄吉丁比较
有前途的天敌&
;K@K;:微生物防治!某些微生物对鞘翅目害虫
具有独特的寄生效果!且安全有效!易大量培养!
如病原真菌等"周秋菊和潘贤丽!"##%#& 研究发
现!共有 ) 种病原真菌可感染白蜡窄吉丁!即白僵
菌 "J%+)<%*#+ 9+&&#+$+ #’ 绿 僵 菌 " =%2+*"#H#)3
+$#&(/,#+%#’粉拟青霉"7+%;#,(35;%&-+*#$(&)&#’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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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!!! 表 9:白蜡窄吉丁的天敌昆虫
F%-,39:V%’5/%,313#03()*3#3/%,4%(2-)/3/

天敌学名
:E901>9@9E16O0=?@16>5H6B010O90=

寄生或捕食的种类
?̂=>=>620=?@A6H6=9>9J0C ?HAH0C6>0C

参考文献
V0@0H01E0=

白蜡吉丁跳小蜂8(9#)&+4*#,#U;612%2̂ 5612 卵期D22 U;612%2+,6!"##(
双脊姬小蜂7%0#(9#)&=AP 卵期D22 495 %2+,6!"##’
长腹细蜂科X0B0E919C60的 $ 种 卵期D22 武辉!"##*
白蜡吉丁柄腹茧蜂 I/+2"#)&+4*#,#,612 ’ ]% 龄幼虫 ’HC3%>; 91=>6HB6HI60 ,612%2+,6!"##(
白蜡吉丁啮小蜂@%2*+&2#;")&/,+$#/%$$#&#,612 ’ ]% 龄幼虫 ’HC3%>; 91=>6HB6HI60 ,612%2+,P!"##)
大斑啄木鸟N%$0*(;(/(&3+?(*"49110# 幼虫期46HI60 王小艺!"##(
灰头绿啄木鸟7#;)&;+$)&LO0B91 幼虫期46HI60 王小艺!"##(
7#;(#0%&/)9%&;%$&">;0C?N1FN??CA0ER0H# 幼虫期46HI60 491C0BB%2+,6!"##Y
7#;(#0%&<#,,(&)&">;0;69HFN??CA0ER0H# 幼虫期46HI60 491C0BB%2+,6!"##Y
=%,+$%*/%&;+*(,#$)&">;0H0C3M0BB90C N??CA0ER0H# 幼虫期46HI60 491C0BB%2+,6!"##Y
满斜结蚁7,+4#(,%/#&3+$;H&")*#;+ V5J=RF 幼虫期46HI60 王小艺!"##(
阿绿斜结蚁7,+4#(,%/#&+,,)+)0#DO0HF 幼虫期46HI60 王小艺!"##(
立毛举腹蚁!*%3+2(4+&2%*2%**+*##DO0HF 幼虫期46HI60 王小艺!"##(
亮胸举腹蚁!*%3+2(4+&2%*%4#05#/?H0B 幼虫期46HI60 王小艺!"##(
吉丁刻柄茧蜂.2+$5;(,)&;+//+%*2#86H=; 幼虫期46HI60 86H=; %2+,6!"##&
I/+2"#)&&#3#,,#3)&-=;O01C "QH6E?1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F%2%*(&/#,)&=AP"QH6E?1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7"+&4($(/"(*+ &),;+2+ ‘0=>N??C "K;6BE9C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J+,;"+ =AP"D5A0BO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1)/%,3)&=AP"D5A0BO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白蜡吉丁肿腿蜂 I;,%*(0%*3)&/)/+*#+%,612%2,6?’ ]% 龄幼虫或蛹期 ’HC3%>; 91=>6HB6HI60?HA5A60王小艺和杨忠岐!"#$#
$ 种美洲郭公虫1$(;,%*)&=AP"KB0H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$ 种隐颚扁甲!+2(4%$)&*)-)&"/P#"X6==61CH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$ 种谷盗@%$%9*(#0%&=AP"SH?2?==9>9C60# 幼虫期或蛹期46HI60?HA5A60 495 %2+,6!"##’
东方副凿姬蜂N%)2%*(>(*#0%&(*#%$2+,#&7E;9C6 蛹期X5A60 王小艺!"##(
未知小蜂719C01>9@90C E;6BE9C 蛹期X5A60 王小艺!"##(

烟色青霉 "7+%;#,(35;%&-)3(&(*(&%)&#’ 轮枝霉
"Y%*2#;#,,#)3 ,%;+$### 和 白 蜡 窄 吉 丁 轮 枝 菌
"Y%*2#;#,,#)3=AP#"495 %2+,6!"##’+赵同海和高瑞
桐!"##%+ 王小艺! "##(+ 孙龙强! "##)+ 武辉!
"##*#& 目前!已经对其中一些病原真菌进行了比
较详细的研究& 孙龙强""##)#进行了白蜡窄吉丁
病原真菌的调查和分离研究!从感染病菌的幼虫
体上分离纯化到 ) 株不同的真菌!经回接试验表
明!白蜡窄吉丁轮枝菌对白蜡窄吉丁幼虫和成虫
均有较好的感染效果& 495 和 Q650H""##)#测定
了白僵菌和绿僵菌对白蜡窄吉丁的感染寄生能
力!表明它们对白蜡窄吉丁成虫有较高的致死率&
"##Y 年!495 和 Q650H使用局部喷洒白僵菌菌液’
悬挂白僵菌菌条 " 种方法在温室和田间对白蜡窄
吉丁进行防治试验!表明真菌感染主要发生在 %

龄幼虫期和蛹期!因此在幼虫期和蛹期局部喷洒
真菌悬浮液是控制白蜡窄吉丁的一种好方法& 但
是!K6=>H9BB?等""#$##通过测定白僵菌药效的持续
时间!表明药效持续时间较短!最长只能持续 * C!
因此!用白僵菌来防治白蜡窄吉丁需要重复多次
喷洒才能维持稳定的带菌量!或者研究开发能够
持续提供白僵菌孢子的新剂型&

;KA:其它防控技术
;KAK9:加强预测预报$掌握有效的防治时期!由
于幼虫难以防治!而成虫羽化后必须经 $ 周左右
补充营养后才能交配产卵!因此抓住成虫羽化后
的产卵前期进行化学防治可以取得良好的防治效
果"赵汗青等!"##(#& 如在成虫羽化后!喷洒硼酸
盐或吡虫啉来防治成虫"bJ?R?5 %2+,6!"##Y#&
;KAK;:加强检验检疫$防治扩散!白蜡窄吉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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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通过人为活动进行长距离的传播!其自然扩散
蔓延的能力不强!XH6=6C 等""#$##通过试验!估算
了白蜡窄吉丁在北美的自然扩散速度为每年 "#
RO& 因此!做好发生区的检验检疫工作可有效减
少害虫的远距离扩散& 在疫区发现感虫株!应立
即伐除销毁或进行无害化处理"赵汗青等!"##(#&
8EK5BB?52; 等""##*#和 8F0H=等""##&#证明在
)#\的条件下处理 )# ]$"# O91 可有效杀死木材
包装箱中白蜡窄吉丁的幼虫和蛹&
;KAK@:营造混交林!造林时应避免单一的白蜡
树种!宜营造混交林!创造有隔离条件的环境!减
缓扩散速度!同时可以提高林内天敌的种类和生
物多样性!保护啄木鸟等有益生物因子!提高森林
生态系统的稳定性"赵同海和高瑞桐!"##%+赵汗
青等!"##(#& 如在我国辽宁省部分林区!水曲柳
和胡桃秋’花曲柳等混生!林间的自然天敌可以有
效控制白蜡窄吉丁的数量!因此白蜡吉丁种群密
度较低!虽有虫害发生但不成灾&
;KAKA:选育抗虫树种!调查发现!树皮光滑!裂
缝较少的树种如中国白蜡受害较轻!自然天敌的
密度较高!且亚洲本土白蜡树种的抗性普遍比北
美栽培树种的抗性强!这是植物%害虫%天敌三
者之间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& V0M0R 等""##Y#及
X5H0=N6H61 和 X?B61C""##&#测定了不同白蜡属寄
主植物对白蜡窄吉丁的抗性差异!指出亚洲树种
的抗性比北美栽培树种的抗性强& 此外!d561 等
""#$##指出寄主植物的抗性是导致白蜡窄吉丁幼
虫死亡的主要因素& 因此!在生产上重视本地树
种的栽植!可减轻白蜡窄吉丁的危害&

@:展望
近年来!白蜡窄吉丁在我国局部地区又有抬

头趋势!如北京市的受害加剧!造成大量白蜡行道
树和公园绿化树死亡& 此外!该虫在北美和欧洲
也造成了严重危害& _?I6E=等""#$##认为白蜡窄
吉丁是一种高危险性的森林入侵害虫!有可能扩
散到整个北美并致死大量白蜡属树木"估计 ’ Y##
万株#& 同样!白蜡窄吉丁传入欧洲之后也已成为
当地最严重的入侵害虫之一!已造成俄罗斯西北
地区上百万株健康的白蜡树死亡 "Q6H61E;9R?I
%2+,6!"##Y#& 该虫的危害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
失!并阻碍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园林绿化和
森林生态的发展&

关于白蜡窄吉丁的年生活史和生态学习性!
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"‘612%2+,P!
"#$##& 白蜡窄吉丁整个生命周期中大部分生活
在树皮下!极具隐蔽性!只有成虫在林间取食活
动!因此!许多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成虫寿
命’交配行为等生物学习性方面& 如 X5H0=N6H61
和XB?61C""##&#研究了视觉和嗅觉在白蜡窄吉丁
成虫短距离交配行为中的相对重要性!表明嗅觉
是雄虫识别雌虫的重要感受途径& _0016等
""##&#测定了寄主植物’温度’湿度和产卵基质对
成虫寿命和繁殖力的影响!发现寄主植物是影响
成虫产卵的最主要因素& 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环
境因素和生物因素对其成虫的影响!但在害虫治
理上的应用途径还不明确&

目前!除了检疫措施和清理虫害木之外!生产
中多采用化学药剂防治白蜡窄吉丁!这种方法见
效快!操作简单!费用低!容易被生产者接受& 但
在害虫破坏最烈的幼虫期化学药剂不易接触到虫
体!而且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对生态系统带来不
良副作用!不适宜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& 与化学
防治相比!生物防治通过保护和利用天敌来防治
目标害虫!可以达到保护环境!平衡林间的益害关
系的目的!从而可望实现害虫的无公害持续控制&
这是近期的研究重点!特别是在优势天敌的工厂
化繁殖技术及其释放利用研究等方面& 此外!根
据寄主植物的抗性基因选育抗性树种!不仅在植
物%害虫%天敌之间能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!而
且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将起到长期有效的控害作
用!在白蜡窄吉丁的防治上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
究者的重视&

参考文献&D3*3/31&3(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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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H6E?19C60# 616>9I0A6H6=9>?9C ?@0O0H6BC 6=; M?H0H!
.4*#,)&/,+$#/%$$#&"K?B0?A>0H6$Q5AH0=>9C60#PE*%+2D+S%&
1$2(3(,P! %""$w"#$$)%"&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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